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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璐袁男袁32岁袁我市选
派的浙江第九批援藏干部人

才袁舟山市发改委历史上第一
个援藏的青年干部遥 2019年7
月入藏袁 在那曲市发改委任
职袁为期3年遥 其间袁他树立多
个野第一冶标杆院2020年那曲市
发改委招商引资第一袁组织开
展那曲历史上援藏项目第一

次集中开工复工仪式袁起草编
制野交支票冶模式下第一个援
藏项目管理办法袁创新起草第
一个可行的 野飞地冶 发展方
案遥

三年援藏行，一生援藏情，山海相约情意长
———对话浙江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舟山市发改委援藏干部陈天璐

阴记者 俞浙前 通讯员 计巍

近日，在西藏自治区那

曲市举行的第九批援藏干部

人才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

舟山市发改委的陈天璐获评

优秀援藏干部人才。

这份荣誉，是中共那曲

市委和那曲市人民政府对陈

天璐援藏三年所作贡献的肯

定。这位来自东海之滨的年

轻人，是浙江第九批援藏干

部人才中年纪最小的，但在

雪域高原工作的上千个日夜

里，他取得的成绩却不容小

觑。

记者采访了陈天璐，倾

听他那段刻骨铭心的援藏故

事。

对话舟山：听说在这3年里袁由你起草出台的制
度办法就有6项尧行动计划与方案9个遥 这些制度尧计
划与方案袁对浙江援藏工作起到哪些作用钥

陈天璐：不管是作为指挥部项目规划组的一员，
还是作为受援单位那曲市发改委的一员，其实我的

工作基本都是围绕规划和项目走的。有规划、有办法

就是有依据和方向了，接下来就是通过树典型的方

式普及具体工作方式和方法。

对话舟山：3年里袁 你们又是如何通过规划和项
目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钥

陈天璐：说实话，那曲市的产业基础是相当薄弱
的，而且当地的科技、人口素质等各方面，也难以支

撑起浙江的传统大项目。因此，之前浙江的援藏资金

重点投向民生保障和基层县区。

2019年，浙江对口那曲三县实现全面脱贫，如何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那曲迈入高质量发展快车

道就成了重中之重。

一个地方经济要发展，产业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而当地在产业发展、龙头企业培育等都需要大量资

金支持。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大范围开展招商引

资工作。我们浙江民营经济发达，能精准对接那曲的

需求，变传统“输血”为“造血”。

我们通过统筹在藏浙商和浙江企业资源，结合

那曲实际需求，积极对接、牵线有意向、有实力在那

曲发展的优质企业，开展“浙商进那曲”系列活动，进

一步挖掘浙商投资潜力。

2020年9月，我们顺利举办了“情牵羌塘、助推发

展”2020年浙商进那曲“五个一”活动。40多名浙商

组团赴那曲考察，签约那曲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

那曲市和兴科技硒鼓智能化扶贫生产线项目等6个

项目，总投资近2亿元。

对话舟山：这些项目签约之后袁如何保障其顺利
建设尧开工生产钥

陈天璐：我们考虑的是，项目招得进来，还要留
得住，因此首先要保证企业能盈利。

那曲市作为一个资源输入性地方，本身生产成

本相对较高，产品外运成本也很高。而且这些客观存

在的难题短时间无法改善。我们当时就想到，优先招

引与那曲人民生活资料关系密切的产业、企业、产品

能就地消纳的具体思路。应该重点支持辐射面广、带

动力强的项目企业，确保企业与本地需求精准对接、

无缝衔接。

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结合前期调研，我起草撰

写了《关于推进那曲市特色“飞地经济”发展研究的

建议》，受到那曲市领导批示肯定。在浙江、拉萨、那

曲等多方努力支持下，浙江援藏那曲—拉萨“飞地”

产业园于 2021年 7月28日由浙江省和西藏自治区主

要领导共同揭牌开园，8家浙江企业相关项目顺利入

驻，总投资4.7亿元，年产值14亿元。随后，根据产业

园建设进展和企业实际，结合“山海协作”经验，我们

对相关考核奖励机制提出建议，有效完善了“飞地”

管理办法。

三年里，招商引资工作扎实推进，我们整个浙江

第九批援藏工作队三年累计招商引资项目 32个，计

划投资达297亿元。我个人也获得西藏自治区招商引

资工作先进个人、浙江省第九批援藏2019-2020年考

核优秀、舟山市 2020年度“优秀共产党员”、指挥部

2021年度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对话舟山：回顾援藏的3年历程 袁你最深刻的体
会是什么钥

陈天璐：这3年，无论是头脑中的记忆还是身体上

的损伤，都是不可磨灭、相伴一生的。我想说，如果有机

会，欢迎大家来那曲体验一下高原生活。这里一年有两

季，叫做冬季和大约在冬季。一天有四季，棉袄短袖都

要备，雨雪冰雹随时来。这里还有三不知，吃没吃饱不

知道，睡没睡着不知道，有没有感冒不知道。

这里的环境确实很艰苦，但我知道，自己所加入

的援藏工作是光荣而伟大的，是治边稳藏重要国策、

浙江二十多年援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努

力，不仅正在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环境，而且对于我

们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至关重要。我想不只是

我自己，对我们每一位援藏的干部人才来说，高反再

难受、条件再艰苦其实都没什么，咬咬牙就过去了，

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援藏工作至关重

要，既然组织需要我，那就义不容辞！

条件再艰苦，也要打赢这一场义不容辞的攻坚战

对话舟山：陈天璐你好袁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
访袁同时祝贺你获得优秀援藏干部人才的表彰遥 回望
三年的援藏工作袁你有什么样的感想钥

陈天璐：在那曲市的三年工作经历，对我来说，
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刻骨铭心”，不单是形容记忆的

深刻，也是形容雪域高原特殊环境对我身体造成的

一些不可逆的影响。但我想说，三年援藏行，一生援

藏情。此生无悔入羌塘（注：羌塘特指藏北高原），山

海相约情意长！

对话舟山：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袁对我们东南沿
海的人来说是相当陌生遥 三年前袁当你接到援藏任务
时袁第一感受是什么钥

陈天璐：2014年6月我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毕业，7月由舟山市委组织部、人才储备中心以统一

招考方式引进，入职舟山市发改委。2019年6月底，也

是我在发改委工作的第五年，单位通知我，需要我作

为浙江省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一员参与援藏工作。

刚听到这一消息，我确实有些措手不及。一方面从来

没去过那曲，另一方面准备时间也比较短，担心自己

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会有所欠缺。

对话舟山：这样的安排让你措手不及袁你当时心

里是否有畏惧感钥
陈天璐：当时畏惧倒是不存在。虽然之前确实听

说过，西藏的高原气候环境对东南沿海的人来说会

有诸多不适应，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平常很

注重体育锻炼，能在3个半小时内跑完全马，所以自

信能够克服所谓的高原反应。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

的想法确实有些“无知者无畏”。当我真正踏上这片

“世界屋脊”时，才发现，所谓的“适应”就是个伪命

题。藏北高原的气候环境之恶劣，就算土生土长的当

地人也谈不上“适应”这两个字。

对话舟山：能否回忆一下2019年进藏的路程钥 你
是踏上高原就感觉不适应吗钥

陈天璐：2019年7月，浙江第九批援藏干部人才

集中飞往拉萨，再从拉萨坐绿皮火车前往那曲。刚到

拉萨，就有同志因为感冒而住院治疗、暂缓赴那曲。

那会儿，我也有点慌，因为从没听说过感冒要住院

的。后来，才了解到，在高原，感冒有可能引发“肺水

肿”等严重的病症。

我们是直接坐绿皮火车去的那曲市。这种老式

的绿皮火车，我们这边已经很少见了，速度和舒适度

都谈不上。那一路上，能吸引我的就是茫茫草原和天

边的巍峨雪山，那种风景，之前也就在影视剧里能见

到。火车走了四五个小时，才到那曲，这一路上，我并

没有产生传说中的“高原反应”，这下我感觉放心了。

对话舟山：你就这样不知不觉克服了高原反应袁
那不是很幸运钥

陈天璐：哪有那么简单。因为无知而充满自信，
我差点吃了大亏。

到了目的地，面对来接我的那曲市发改委副主

任达琼，我第一时间就询问：“主任，我具体需要做些

什么？什么时候正式开展工作？”当时，达琼主任也是

一愣，笑着跟我说：“不用着急，第一次到高原，应该

先适应一下。”我感觉自己并不需要适应什么，因为

没有一点异状。

待欢迎仪式结束后几天，我起了个大早，打算去

跑几公里。结果这一跑，就感觉出不一样来。原本在

舟山我跑几公里是很轻松的事，可那一次，没跑多远

脚就抬不起来了，像灌了铅一样，连呼吸也不顺畅

了。医生告诉我，在高原做剧烈运动是非常不合理也

不明智的事，甚至可能引起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

之后的3年里，我几乎没再做任何剧烈运动。

踏上世界屋脊，环境给我一个“下马威”

对话舟山：从你的叙述中袁我也感觉到高原环境
的恶劣与可怕之处遥 但在这样的条件下袁如何开展工
作呢钥

陈天璐：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我到了那曲市
发改委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和浙江第九批援藏项目

规划组组长、来自省发改委的蔡和一起跑遍浙江对

口支援那曲的三个县，把2019年的援藏项目和2020

年计划开展的援藏项目都实地走访了一遍、深入了

解了一遍。

对话舟山：只是三个县吗钥 那地方似乎并不大
吧袁用了几天完成的钥

陈天璐：如果是浙江的三个县，那确实地方不算
大，可西藏的三个县，单论直线距离非常远。从那曲

县城开车到对口的比如县，就需要 4个小时，同等的

时间在浙江能穿过三个市。在一个县里，几个项目之

间的距离也可能非常远，都是以几十公里、上百公里

来计算的。而且，藏北高原的一些路段非常难走，去

一些地方，甚至根本没有我们所说的，常见的那种

路，哪怕是小路，就是直接在茫茫草原上穿行。

草原看起来相当平整，其实地面坑坑洼洼，车辆

颠簸起来，人都坐不住。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有些

路段，开着开着前面就没路了，询问之下发现是塌方

了。遇到车子实在没法通行的时候，我们就骑马或者

步行。对于当地牧区的老百姓来说，马是一种很普通

的交通工具，但对我们来说，骑马却是很痛苦的事

情。向导在前面拉着我们的马，即使速度较慢，屁股

还是会被颠得生疼。

所以，把那曲、比如、嘉黎三个县的所有项目看

一遍，我们足足用了半年时间。也是因为这事，我们

都感觉到了不妥。这样下去，三年时间巡回看工程都

不够用，干不了别的事了。

对话舟山：那么袁你是怎样改变这一状况袁让项
目建设变得更加高效的呢钥

陈天璐：当时，指挥部开展的“三问三强”主题活
动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进一步提醒我们一定要

利用好有限的时间啃下最硬的骨头。那项目和规划

这么多内容，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就先从最要紧的制

度入手。

在8个月时间里，经过大量调研、讨论和修改，并

多次征求意见后，2020年4月，那曲市正式印发《浙江

省对口支援西藏那曲市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这一细

则正是我们在那半年里实地踏勘项目，“跑”出来的。

之前的项目管理办法，还是2012年制定的，已经

难以适应现实情况。《细则》出台后，就可以在项目管

理上，围绕项目生命周期，通过全过程、全手段、全主

体方法推进项目管理。

在项目前期阶段，以集中开工复工为抓手，倒逼

解决一批限制开工复工的问题难题；建设阶段，以

“互检互学”地毯式检查活动、月报制度等为重点，紧

密跟踪具体进度；竣工阶段，通过指导明确相关材

料、建立台账等，按流程拨付资金。

第一个树立的项目典型就是“百亩大棚建设工

程”。我与一同援藏的贾永义、郑孙秀等同志多次前

往现场督促项目建设、协调补充完善变更内容，确保

了百亩大棚成为2020年首个完成竣工验收的援藏项

目。

半年走遍三个县，双脚“丈量”出一份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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